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矮牵牛组织培养研究进展 

赵 琛 

(广东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实习农场，广东广州 510225) 

摘要 对近年来矮牵牛在组织培养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综合性概述。详细阐述了矮牵牛组培过程中外植体选取、基本培养基的选择时 

组培的影响。重点综述了各种不同激素、激素浓度厦其不同组合对矮牵牛愈伤组织的产生、芽扣根的分化的影响。对接牵牛组织培养今后 
的研究方向提 出了自己的看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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矮牵牛(Petuniahybr~ )又名碧冬茄，为茄科多年生草 

本花卉，早春及初夏开花不断，花团锦簇，颜色丰富多彩，是 

世界上最普及、销售量最大的花卉之一，有花卉园艺代名词 

之美称，倍受人们的重视【”。目前，在园艺中大量应用的矮牵 

牛是一个园艺品种群，于 19世纪初在欧洲用一些原产南美 

的野生种杂交选育而成。发展到今天，大致可分为：巨大花 

单瓣型、大花单瓣型、大花重瓣型、小花单瓣型和小花重瓣 

型等类型。其花色变化极其丰富。花径 5~14cm。由于是杂交 

种，矮牵牛结实率低，用种子繁殖，其后代性状易分离退化， 

扦插繁殖又受材料的限制，所以组织培养是解决繁殖材料 

供不应求问题最有效的方法。本文将就多年来有关矮牵牛 

的组织培养技术进行概述。以期对今后矮牵牛的组织培养 

研究有所裨益。 

l 外檀体的选择 

根据植物细胞全能性．理论上任何活组织在适宜的条 

件下都能发育成完整的植株。但是，不同生长状况、发育阶 

段、生长环境和不同部位的外植体存在一定的生理生化差 

异。因此选择不同的外植体可影响组织培养的形态发生。 

可用作矮牵牛组织培养外植体的有种子、带芽茎段、茎 

尖、叶片、花蕾、花瓣、花药等。但是，不同品种或不同外植体 

组培的结果不一样。曲彦婷等翻以重瓣矮牵牛的叶片、茎段、 

茎尖和花蕾为外植体进行培养，结果认为：培养前期愈伤组 

织分化差别不大，但是后期茎尖出苗率最高，达 90％，茎段 

次之，叶片有玻璃化现象，而部分花营已经在培养基上开 

花。佟凤琴等圈以叶片、茎尖、茎段为外植体对矮牵牛进行培 

养，都成功地获得了再生植株，但是在培养过程中，也是茎 

尖先分化出芽，其次是茎段，叶片分化出芽的时间最长。权 

宏等 以叶片为外植体 ，约 20d产生愈伤组织，4周产生幼 

芽。而瞿素萍翻以茎尖及茎段为外植体。3d后开始形成愈伤 

组织。10d后就分化形成苗。张树军等同对带芽茎段进行培 

养，7d后腋芽就开始萌发，1个月左右即可产生嫩茎。纪生 

疆用以转基因矮牵牛为材料，用茎尖、茎段、叶片为外植体进 

行组培，结果表明：茎尖产生愈伤组织最多，茎段次之，叶片 

最少。另外，以种子、花蕾、花药等作外植体均已获得再生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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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分化结果来看。茎尖作外植体最好，幼芽分化所需时 

间短，分化出来的幼芽健壮；其次为茎段，叶片不但产生愈伤 

组织少，而且产生幼苗所需时间长。在茎尖和茎段试验中，前 

者无论在生长势或分化率方面都优于后者．虽然二者都含芽 

原基。但茎尖从形态结构上比茎段更趋于完整。而且营养及 

激素含量相对较多，具备更强的感受泰I懈。但是。由于矮牵牛 

分枝少，茎尖数量有限，如果全部以茎尖为外植体，不能提供 

足够的商品苗。作为外植体的茎段，一般长 l~2cm。叶片则取 

lcm2为宜，虽然用叶片作外植体最终能得到大量幼芽，但是 

所需时间长，而且得到的幼芽比较弱。综合来看，以茎段(包 

括茎尖)为外植体是矮牵牛组织培养的最佳选择。 

2 培养基和培养条件对组培结果的影响 

2．1 基本培养基的选择 

培养基是外植体生长的营养来源，植物不同，所需养分 

就不同。因此。选择合适的培养基对组织培养至关重要。目 

前．国内外主要采用 MS和 1／2MS培养基进行矮牵牛组织 

培养，其中MS主要用来培养愈伤组织及继代增殖，1／2MS 

主要用于生根培养。也有用NH培养基唧和 1／4MS培养基l“1 

对矮牵牛进行组培的，但是用于其他一些物种中的N6、 

ZHS、LS等 基本培养基未见用于矮牵牛。 

针对不同的需要，可以改变基本培养基中的营养成分 

及其含量。张敏等㈣在培养愈伤组织继代增殖的基本培养基 

里加3％的蔗糖．而在生根培养基里加2％的蔗糖。而郭慧杰I1引 

除了在以MS为基本生根培养基里加2％的蔗糖外。还加了 

0．25％的活性炭。代色平等唧则在 NH培养基的基础上，比较 

了不同浓度以及不同糖源对花药诱导率的影响，结果表明： 

麦芽糖比蔗糖的效果好，愈伤组织诱导率高，而且分化能力 

强，在一定范围内，麦芽糖的浓度对诱导率没有影响。但是 

相对于蔗糖本身来说 ，2％的浓度对花药诱导率最高。分析认 

为：麦芽糖能显著提高胚状体或愈伤组织分化率。可能是由 

于在麦芽糖培养基中产生的胚状体或愈伤组织较为 “年 

轻”．从而具有更高的再生能力 。 

2．2 不同激素及其组合对诱导愈伤组织的影响 

到目前为止．大部分组织培养研究者都用 6-BA作为 

诱导愈伤组织的主要激素，至于使用量以及是否与其他激 

素配合使用，不同的品种、不同的材料和不同的研究者得到 

了不同的结论。有人认为培养物愈伤组织的产生与BA的 

浓度成正比，BA浓度愈高，产生的愈伤组织块愈多，愈伤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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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块愈大 。能分割的小块就愈多，繁殖倍数也愈高，但变异 

率也愈高嘲。大部分研究者用 BA或6-BA与NAA组合来 

诱导愈伤组织的产生．而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p，71。至于所用 

浓度，一般 BA在 1．0~3．2mg／L之间、NAA在 0．1 ．2mg／L 

之间都能获得大量的愈伤组织，最常用的是BA 1．0mg／L+ 

NAA O．Img／L。也有用6-BA与IBA组合取得较好效果的嘲。 

2．3 不同激素及其组合对芽分化厦继代增殖的影响 

以叶片作为外植体的培养过程要经过愈伤组织的产生 

然后才出现芽的分化。用带芽茎段或茎尖作外植体则直接 

进行芽的分化或芽的生长。但是，为了增加繁殖系数都需将 

分化出来的芽进行继代增殖培养。在进行芽分化培养中，一 

般采用激素组合，最常用的组合有两种：BA+IBA和 6-BA+ 

NAA。也有人采用3种激素组合或单一激素取得较好效果 

的。比如权宏等H用 6-BA0．5mg／L+4一Pu0．5mg／L+NAA 

0．1mg／L就取得了较好的分化效果；而张树军等旧用细胞分 

裂素ZT(玉米素)也得到了大量增殖芽。所用激素浓度不 

同，往往分化效果也不一样．其中BA浓度 0．05~2．0mg／L、 

NAA浓度 0．O5 ．2mg／L、6-BA浓度 1．O~3．0mg／L都有人用 

过，而且效果不错。张颖等【l71研究认为：高浓度的BA可以直 

接从茎和叶上诱导出愈伤组织，由愈伤组织形成不定芽苗； 

中浓度的BA使其形成定芽和不定芽两种苗；低浓度的BA 

基本为顶芽和侧芽两种定芽成苗。 

2．4 不同激素及其组合对根分化的影响 

生根培养基基本上以1／2MS为基本培养基，在此基础 

上添加NAA是目前最流行的根分化培养基。NAA使用浓 

度不一，0．03-2．0mg／L都有人使用，对不同的基因型所需浓 

度不一定相同。郭慧杰啕用美国进口的杂交种垂吊矮牵牛 

“Wafe”为材料。以MS+N从 2．0mg／L+6IBA0．1mg／L为生 

根培养基。得到生根率为95％。吴林森旧通过比较试验得到 

1／2MS+NAA 1．0mg／L生根率为 100％，而且根系发达，植 

株生长健壮。大部分研究者认为，NAA和 IBA对生根有促 

进作用，但也有这两种激素对生根有抑止作用的研究结果嗍， 

原因可能是材料不同或者前期使用激素不同所致。 

2．5 培养条件 

目前普遍培养条件为：via值 5．8，光照 10-12h，温度 

20N28~C，光照强度 1 000"-'2 0001x。 

3 组培苗移栽技术研究 

组培苗移栽一般经过三个步骤：首先，当根长至 lcm以 

上、苗高约4~5~m时在自然条件下打开瓶口开始炼苗，炼苗 

时间约 2~．3d或 7~8d；然后把苗取出，用温水洗干净根部粘 

附的培养基。移栽至消过毒的无土基质中。适当遮阴并控制 

环境温度；lON20d后即可移栽大田或上盆。 

4 展望 

对矮牵牛进行组织培养的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，已经 

初步建立了快繁体系。为市场幼苗的需求做出了一定贡献， 

但尚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研究。在种质资源保存方面研究 

不多。许多优良外来品种未作种质保存即生产成商品上市， 

导致每年都要重复从国外进口。造成资源浪费。很少见有从 

多倍体培养及转基因育种方面进行组培的应用，这应该是 

未来矮牵牛新品种培育发展的重要方法之一。对组培苗移 

栽技术虽然也有一定的研究，但是力度不够。思路单一，方 

法陈旧，未见有既可缩短组培苗适应期。又可培育出生长健 

壮的移栽技术出现。建立一个高效、优质、适应全方位需要 

的矮牵牛组培技术，既是矮牵牛研究者的迫切需要，也是市 

场的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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豆科的豌豆、蚕豆和禾本科的黑麦草抗寒、抗旱、抗瘠 

能力较强 ，成活率较高，长势较好，产量较高，含氮最也高， 

分解较快 ，翻埋后对提高土壤肥力效果较好。当年对茶树生 

长不但没有太大的矛盾．相反还有促进作用，尤其是豆科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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蚕豆和豌豆表现最好，是高山新垦红壤有机茶园较为理想 

的绿肥品种．有良好的推广前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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